
7 月 31 日，中远海运西亚公司在阿联酋

杰贝阿里港举行大型双燃料船“闽江口”轮首

航庆祝仪式。为了向中国汽车出口提供安全

稳定可靠的保障，中远海运集团所属中远海

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远海汽车船公

司通过多种方式下单建造了 24 艘大型现代

化液化天然气（LNG）双燃料汽车船。“闽江

口”轮作为这些新造船订单中首艘交付的船

舶，首航波斯湾航线，服务中国汽车企业出海

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闽江口”轮首航于 7 月初从上海出发，

承运奇瑞、一汽、长安、吉利、比亚迪、广汽、上

汽、柳汽、江淮、江铃、宇通、重汽、福田等 16

个中国品牌汽车 4836 辆，7 月 30 日抵达阿联

酋杰贝阿里港。其中到杰贝阿里港的货为

2923 辆，剩余车辆将转运至其他海湾国家。

今 年 上 半 年 ，中 国 向 阿 联 酋 出 口 汽 车

14 万辆，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新能源汽车进

入阿联酋家庭，行驶在阿联酋各地。目前，阿

联酋已成为中国全球第五大汽车出口市场。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朱炼表

示，在世界领先的汽车运输船队的大力支持

下，中阿汽车贸易将迎来更快发展，中国制造

将更加全面地拥抱全球化的未来。

远海汽车船运营总监张占豪介绍，“闽江

口”轮设计 7500 个车位，总长 199.9 米，垂线

间距离 195.6 米，型宽 38 米，型深 14.8 米，最

大吃水 10 米。设计 13 层汽车甲板，其中 4 层

可调节甲板，可适用装载包括新能源汽车在

内的乘用车、大巴、卡车、工程车辆等多种类

型的滚装货物。该船设计采用多项先进绿色

环保技术，与传统燃料油相比，运营期间不仅

可以节省约 20%的能耗，还可以减少约 25%

的碳排放、30%的氮氧化物排放、99%的硫化

物排放和 90%以上的 PM 颗粒物排放，在环

保性能和运输效率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汽车出

口已成为我国汽车销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此次“闽江口”轮首航波斯湾，标志着中远海

运特运在打造全球汽车物流供应链方面迈出

了重要一步。据介绍，中远海运特运正在加

速全球资源布局，优化汽车物流供应链服

务。未来将通过多种方式在中东等重点区域

部署关键节点和专业资源，与车企及上下游

产业链紧密联动，进一步提升服务竞争力，为

推动中阿经贸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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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正式

生效。该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

的法规，标志着欧盟在规范人工智能应用方

面迈出重要一步。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相

关规则将分阶段实施，某些规则将在该法律

通过 6 个月后或 12 个月后生效，而大部分规

则将于 2026 年 8 月 2 日开始生效。

近年来，人工智能新应用、新业态、新

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成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

力。但如何用好人工智能也给全球治

理带来了新课题。面对人工智能迅速

发展的浪潮，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加快推进自身相关立法的同时，正

合作打造人工智能监管“小圈子”，

以此抢抓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美国在推进人工智能监管方面，

政策较为分散，重在规范人工智能有序发

展，确保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美国出台多个

指导性文件并发布“关于安全、可靠、可信

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在保

护个人隐私、促进公平和公民权利、推进政

府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等方面进行规定。但美

国法案的排他性意图明显，除在行政命令中

严格控制外国实体使用重要人工智能基础模

型外，美财政部还公布新规，限制美企业投

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欧盟更加关注数字主权和隐私保护问

题。与美国相比，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更

为严苛，具有较强的监管特征。该法案根据

风险级别将人工智能模型划分为四类，设立

相应禁入行业和监管要求，并规定了有关模

型提供者、部署者义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

巨额罚款。

尽管西方国家人工智能治理路径有所不

同，但正通过对话加强规则沟通和政策协

调。2022 年，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

亚 和 日 本 等 经 济 体 发 布 《互 联 网 未 来 宣

言》。2023 年，美欧达成人工智能促进公共

利益行政协议，深化气候变化应对等五大领

域的人工智能合作。2023 年，七国集团达

成 《人工智能国际指导原则》 和 《人工智能

开发者自愿行为准则》。2024 年 4 月，美欧

发布联合声明，强调通过人工智能合作应对

全球挑战，美英还宣布达成人工智能安全科

学合作伙伴关系。

今年7月，美国、英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

发表联合声明，就加强对人工智能监管达成

一致，表示将共同维护人工智能市场环境的

公正开放。声明说，人工智能发展面临三大

市场风险，分别是集中控制关键资源、产业

延伸性影响、有损公平的竞争协议。声明还

说，大型

科技公司对芯

片、数据、算法等

关键资源具有较强控制

力，并可能将其现有优

势延伸至人工智能相关

市场，达成的合作协议

也可能损害公众利益。声明还

对人工智能可能涉及敏感信息分享和侵

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表示担忧。鉴于此，声明

提出倡导公平交易、提升人工智能产品互通

性和增强消费者选择权等合作原则。

尽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不断“对齐”监

管政策的“颗粒度”，但其合作也面临一定

挑战。总的来看，美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龙

头企业的大本营，其监管政策更多关注维护

良好竞争环境，打造产业“护城河”，提升

本国产业竞争力。反观欧盟，其在人工智能

竞赛中优势地位不保，欧盟委员会报告指出

欧盟在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进展缓慢，欧洲

审计署更直言欧盟已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

中美。面对发展窘境，欧盟寄希望于通过引

领全球数字规则制定，进一步追赶人工智能

发展潮流。目前，欧盟进一步加大了对域外

人工智能企业的监管力度，欧盟反垄断机构

表 示 ， 准 备 重 新 审 查 微 软 与 OpenAI 的 合

作 ， 并 将 对

谷歌与三星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交易进行监管审查。

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全球治理课题，美欧

等发达经济体合力打造监管“小圈子”，将

导致全球监管政策碎片化，不利于推进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化，也将导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智能鸿沟”进一

步扩大。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伦理研究所认

为，由单一国家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会

带来新形式的数字殖民主义。联合国人工智

能智库研究员塞迪娜警告称，如果不纠正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平衡，将引发“新殖民

化”风险。

目前，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已突破传统地域

限制成为全球课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采取

孤立主义政策是逆势而行，最终只会适得其

反。美国知名咨询机构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

也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是自由流动的，科学

研究需要共享和开源。今年 7 月，由中国主

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获

得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也显

示了国际社会对加强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热

切期待。应当认识到，把握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机遇，离不开包容性全球合作，

应坚持以共商促共享、以善治促善智，推动

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和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迸

发无限可能。但是，当人们

憧憬着 AI 世界的美好愿景

时，却不得不为当前的高能

源消耗以及伴随的经济和气

候难题所困扰。正所谓，鱼

和熊掌不可兼得。

难题之一，人工智能不

是一般的耗能。据研究，到

2030 年，全球人工智能行业

预 计 将 占 世 界 电 力 消 耗 的

3.5%，其中，仅美国数据中心

就可能消耗高达 9%的全美

发电量，比当前耗电量整整

增加一倍。

以谷歌为例，该公司日

前 称 ，其 碳 排 放 量 在 过 去

5 年中猛增了 48%。原因就

在于，与标准的在线活动相

比，人工智能服务需要更多

的计算机能力，更强大持久

的电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研究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统所消耗的电力是运行特

定任务软件的计算机耗电量

的 33 倍。此外，每个人工智

能驱动的互联网查询消耗的

电力比传统的互联网搜索多

10 倍左右。

其 他 科 技 巨 头 也 不 例

外。亚马逊、微软和 Meta 等

公司都在呼吁增加发电量。

这 些 公 司 不 断 增 加 数 据 中

心，可想而知未来电网的供

电缺口将有多大。

难题之二，巨量能源消

耗 不 仅 对 能 源 安 全 构 成 威

胁，也给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新的挑战。

在快马加鞭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急剧增加的能耗已

经开始对当今世界的脱碳努力构成直接威胁。谷歌虽然还

没有放弃该公司 203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但也不得不

承认，随着进一步将人工智能融入到产品中，减少排放可能

具有相当的挑战性。言外之意，既定减排目标很可能无法

实现。

据统计，整个 IT 行业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

这个数字正在迅速增长，并将在未来几年飙升。

既然人工智能发展不可能停步，那么，其对电力的需求

也将永无止境。有专家警告称，如同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

需要强大的电网支持，现在很难预测未来的电力需求将膨

胀到什么地步，也许电力短缺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

国家不能生产足够的电力来满足新技术不断膨胀的能耗需

求，其他领域就会出现能源供应不足问题，长期来看必然会

阻碍经济增长。

人工智能既是解决方案，本身也是问题。它可以用于

智能电网，以提高效率并减少排放。但是，如果现有技术难

以突破，要想满足人工智能的能耗需求，可能需要额外开采

和勘探化石燃料，或大力发展核能，无论如何，都会加剧气

候问题。难题的解决最终要靠新技术。

柬埔寨国家银行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

半年柬埔寨接待外国游客超 310 万人次，国内游

客达到 970 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达到约 17 亿美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旅游收入的显

著增长，表明柬埔寨旅游业已从新冠疫情的挑战

中强劲复苏。

柬央行报告称，柬埔寨旅游业持续呈现增长

态势，得益于柬埔寨及区域经济增长加快、基础

设施连通性增强、柬埔寨国际航班数量增长，以

及柬埔寨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旅游业是柬埔寨经济的重要支柱，被视为

“绿色黄金”，是柬埔寨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

2019 年 柬 埔 寨 共 接 待 国 内 外 旅 客 2000 多 万 人

次，其中外国旅客超 660 万人次，当年旅游业创

收 近 50 亿 美 元 ， 对 柬 埔 寨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的 贡 献 率 达 12%， 解 决 了 60 多 万 人 就

业。2020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对柬埔寨旅游业造

成严重冲击，柬埔寨因此损失了近 30 亿美元的

旅游收入。

进入后疫情时代，柬埔寨政府一直将重振旅

游业放在优先位置。2021 年柬埔寨发布 《旅游

业疫后复苏路线图》，后又推出 《旅游科技路线

图》，通过加大投入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手段，加

速柬埔寨旅游业恢复，取得明显进展。据柬埔寨

旅游部统计，去年柬埔寨共接待外国游客 545 万

人次，超过吸引外国游客 500 万人次的目标，旅

游总收入恢复到 30.8 亿美元。

大型基础设施建成运营为柬埔寨旅游业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金边至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开

通运营一周年，累计服务当地民众车辆通行超过

490 万辆次，明显提升了区域公路网的通行能

力。去年 10 月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航

班和载客数量稳步增加，有效带动了柬埔寨旅游

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据柬埔寨航空部门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年上

半年，在柬埔寨运营的航空公司达到 31 家。柬

埔寨三大国际机场累计接待 12386 个国际航班，

客流量超过 1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其中金

边国际机场接待航班 8960 个、暹粒国际机场接

待航班 3214 个和西哈努克省国际机场接待航班

212 个，对促进外国游客来柬观光旅游提供良好

助力。

今 年 前 6 个 月 ， 柬 埔 寨 政 府 相 继 举 办 了

“2024 年访问暹粒计划”，以及“中柬人文交流

年”等系列大型活动，持续不断的努力有力促进

了柬埔寨旅游业强劲复苏。在最近举行的柬埔寨

旅游业复兴研讨会上，柬埔寨旅游部大臣索索肯

表示，柬埔寨旅游部研究拟定了振兴柬旅游业的

新行动计划，在今后一段时期，柬埔寨将加大海

外营销活动，进一步拓展国际旅游市场。柬埔寨

政府还将举办各类重大文旅活动，开发更多旅游

新产品，加速完善基础设施，凝聚所有力量，推

动旅游经济快速增长，力争在 2025 年吸引外国

游客达到 700 万人次，将柬埔寨旅游业恢复至疫

情前的水平。

中国一直是柬埔寨外国游客的重要来源地之

一。2019 年中国赴柬游客超 236 万人次，约占柬

吸引外国游客的 36%，是当年柬埔寨最大游客来

源地。疫情后中国一直是柬埔寨第三大外国游客

来源地，2023 年赴柬中国游客近 55 万人次，较

上 一 年 增 长 了 4 倍 多 。 今 年 是 中 柬 人 文 交 流

年，随着两国人文交流的增加，今年上半年访

柬中国游客近 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预计

今年中国访柬游客将达到 80 万至 100 万人次，

将为推动柬埔寨旅游业发展和两国经贸合作带

来更多机会。

中国品牌汽车正从停靠在阿联酋杰贝阿里港的“闽江口”轮卸载。 本报记者 李学华摄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20242024 年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上，，参会者用参会者用

手机拍摄绘画艺术家机器人手机拍摄绘画艺术家机器人 Ai-DaAi-Da。。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漪漪摄摄

游客在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游览游客在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游览。。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